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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球二袍 (B o t ,
·

互o d ip lo d ia 艺he o 丢r o , n a e Pa t
.

)早在 1 8 7 9年就被C o o k e发现 [ ‘’1 ,

目前
,

至少

拥有4 8个异名
,

常见的异名是D ip lo d ia the o b , o m a e (Pa t
.

) N o w e ll
,
刀ip lo d ia : 。t a l。, : i: Po le

E v a n s ,

L a siod ip lo d fa t无eo西; o优 a e (Pa t
.

) G riff
.

& M a u b l
. 。

Pu n ith a lin邵m 〔‘’〕和 S u tto n L“]

分别对该菌作过详细的评述
。

它广泛分布于热带
、

亚热带和温带
。

其寄主植物已知约 5 00 种
, ‘

已

不但引起植物病害
,

而且还引起木材蓝变
,

是引起热带阔叶树木材蓝变的主要真菌之 一 [“
, “J

。

虽然国外对这种真菌已进行了大量研究工“
, 已, 8 一 ’。, ’“, ’“, ‘“l ,

但国内研究尚少〔。〕,

由它引起的木材

蓝变
,

国内尚未见报道山
3 ]

。

橡胶树 (H e o e a 加as ill’e 二 is )木材是橡胶园更新的副产品
,

是一种很有潜力的木材资源
。

马尾松 (Pl’。
: m as son fan a) 是我 国南方主要用材树种之一

。

这两种木材均易受蓝变菌危害而

降低使用价值
。

为此
,

我们 自1 9 8 4年起就对这两种木材进行蓝变菌分离鉴定
、

侵染特性和耐

温性的研究
。

以期为橡胶木和马尾松木材的蓝变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

一
、

材 料和 方 法

(一 ) 试材来源

蓝变严重和未发生蓝变的橡胶木取 自广东省海口市家具厂
;
蓝变严重和未发生蓝变的马

尾松材以及选作接种试验的色木 (A ce ;

sP
.

) 取自广东 省 横石木材厂
,

柠 檬 按 (万 : : 。l, 川 : :

c it,
,

io d o r a )取自雷州林业局
,

厘藤 (C a la 二 u s 5 1二p lic ifo li。: )由本所藤类研究组提供
。

(二 ) 菌种分离和鉴定

1 9 8 4年 1 0月和 1 9 8 6年 6 月分别取蓝变严重 (灰黑色 )的橡胶木和马尾松材组织
,

在实验室

内进行常规组织分离培养
,

分离到的菌种在查彼 (C za p e k
一

D o x) 培养基上进行纯化培养
,

经

鉴定为可可球二抱
。

(三 ) 沙土培养基的筛选和回接试验

为了供该菌进行各种木材蓝变的研究
,

我们进行 了沙土培养基的筛选试验
。

7 种沙土培养

基组成和接种材料见表 l
。

按照常规方法配制和灭菌
。

每瓶放3个试块 (规格
、

2 只 2 又 1 c m )
’),

本文于 19 8 7年 7 月 15 日 收到
。

.

本研究是橡胶木材防虫防腐研究项 目的一部 分
;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刘锡进

、

郭英蓝两先生和华南农 业大学梁

子超教授指导菌种鉴定 ; 术 所葬则漠副研究员提 出宝贵意见 ; 试验 中得到本所胡慕任副研究 员指导 ; 叶华英 同志参加部 分

工作
。

在此一并致谢
。

二 利群同志于 1 9 8 5年 调至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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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土培养甚的组成和接种材料

l 卷

培 养 啥 编 ; 养 毯 的 组 成 接 种 乍犷 料

膝树卜rfti:橡色

河 沙

支 月二 精
,
火

杏 彼 取 代 液

交 月: 糖 液

介 彼 取 代 奋l泛

沪
卜

彼 取 代 液

介 彼 取 代 液
, , 。

彼 取 l忆 了夜

马 尾 松 锯 末

马 尾 松 锯 末

橡 胶 卞 锯 衣

卜 枚 胶
,

于之 毛居 汗二

色 木 钳 长

水 青 f月 锯 滩之

村 棣 按 锯 末

尾 松

柠 檬 技

之l二
: (工沙上 培 养旅 的 从 本组成

:

河沙 1 5 0 9
, 卜 米粉 8 公 ,

材液 1 10 m l
,

锯 末 15 9
。

侄麦芽精液成分
:

支 与糖 (比 屯 1
,

。3 ) 1 。。m l
,
红帕 1 9 ,

族馏水l o m l
。

3 八波取 f让i皮成分
:
N a N o : 。

.

29
,

K : IIP()4 0
.

19
,

KC I 0
.

。石g
,

入19 5 0 :
·

7 11
:
() 。

.

0 5 9
,

l
: e S O 4

·

下卜1 : 0 0
.

0 19
,

S a c e h a r o s e 3 g
,

族溜水 1 1Orn l
。

重复 9 次
。

每种试材共27 块
。

取马尾松和像胶木试材 各10 块进行交叉接种
。

采用从蓝变橡胶

木和蓝变马尾松材分离出的菌种对橡 胶木和马尾松试块进行回接和交叉接种
,

其它三种试块

采用从像胶木蓝 变材分离出的菌种进行接种
。

将接种过的三角瓶置于28 士 2 ℃的培养箱中培

养 3 0天
。

定期观察其生长倩况
。

(四 ) 蓝变木材的观案

选用经人工接种的像胶木和马尾松蓝变试材
,

进行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镜的观察
。

(五 ) 菌种耐沮性处理

采川查彼培 养堪在直径 1 0c m 的培养皿中对可可球二抱进行
: 一

勿不同时I川和不同温度下

平面培养的生 长观察
; º 经6 5

fc i奇温处理数小时后平面培养的生长观察
; » 经不同高温处理

4 天的像胶木和马尾松蓝 变木材组织中该菌存活情况的分离培养 观 察 ( 试 材 规 格
: 2 二 2 二

l e m )
。

二
、

结果 与 分 析

(一 ) 可可球二袍的形态及培养特征

经鉴定
,

引起像胶木和马尾松木材蓝变的真菌为可可球二抱
,

属半知菌类
,

球壳饱 目
。

在培养丛
_

h未见到有性阶段
,

}巨据梁子超教 授 提 供 的 资 料
:
有 性 阶 段 为 B ot 叨 os p人二 , ia

动od i ,二
。 ’

已的分生袍
一

J气器单生或丛生
,

密集
,

有子座
,

有孔口 ( 图版 L 2 )
。

分1三袍 Jf- 开 始

单胞
,

椭圆形
,

无色
,

成热后褐色
,

仅胞
,

丧面有纵行条纹
,

大小约 20 一3 0 入 10 一 18“m (图

版 工 1 ) ,

在查彼培 捧毖
_

!几生 长旺盛
。

菌 落开始时无 色
,

以后变为灰黑色
。

气生菌丝绒毛状
,

灰蓝色
。

一

平面培 j.: 4 天
,

菌落直径达10c m
, 10 天后开始形 )戈分生袍子器

, 15 天后完全成热
。

(二 ) 蓝变木材的特征

被侵染木材的表画为灰蓝色或灰黑色
,

严重时 友i画有小黑点 (是 i亥菌的菌丝团或子实体 )
。

在木材丧而由袍子萌发产生的菌丝通过木封线进入木材内部组织
。

菌丝在橡胶木材中主要分

1 ) llt l
体茎比 洛 ( L飞K 直价 ) : 艺 之1 c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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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导管中 (图版 I 一 5 )
,

而在马尾松木材中主要分布在树脂道和
.

木射 线 中 (图 版 工一 4 )
。

电镜观察还表明
,

菌丝穿过木材细胞壁时是通过纹孔进行的
,

木材细 胞壁没有被破坏 (图版

工一 3 )
。

菌丝主要是分解和吸收细胞内含物如淀粉和其它糖分
,

供其生长发育
。

木材蓝变主

要是由于分布在木材中的黑色菌丝引起的
。

(三 ) 沙土培养基的筛选

定期观察结果表明
:

1
.

可可球二泡在含有麦芽糖培养液的沙土培养基上生长略优于含有查彼取代液的 培 养

基
。

在含有麦芽糖培养基的试瓶中菌丝呈绒状
,

且生长旺盛
,

各试块全部被菌丝覆盖
。

2
.

菌丝在含有不同树种锯末的培养基上生长差别不大
,

以橡胶木和马尾松锯末作 培 养

基稍好于其它三种锯末组成的培养基
。

为此得出如下结论
:

五种锯 来均可作培养基的组成成

分
,

影响菌丝生长似乎在于培养液成分
。

因此
,

我们选用常规的鸟尾松锯末 + 麦芽糖液 + 沙

土的培养基作为将来进行木材蓝变研究的培养基
。

(四 ) 接种结果

回接和交叉接种结果表明
,

侵染试块都出现该树种原有的蓝变特征
,

从而进一步说明它

们是同一种真菌
。

可可球二抱侵染其它三种木材引起蓝变的室内接种试验结果见表 2
。

表 2 可可球二袍人工接种试验结果

材 料名称 { 试块数

:一!

钊

蓝变试

块 数

发病率

(% )

严重 程度 蓝 变 特 征

马尾松 27
木 材表面 有灰蓝色至灰黑色的条纹

,

严重 时出现许多黑斑

(点 )
,

木材 内部组织也受 侵染
。

橡胶树
.

27
木材表面有 灰蓝 色至灰黑 色的条纹

,

严重 时出现许多黑斑

(点 )
,

木材 内部也变 色
。

重一等严一中

柠像按 一 27 木 材纹理 中出现蓝 黑色的小点
、

条纹
,

木 材内部也变色
。

色 木
,

27 轻 微 沿 着木材纹理有灰黑色的条坟
,

木 材内部也变色
。

纵 切面有灰蓝色的条纹
,

严重时藤茎表面 有密集的粒状黑

表 2 表明所有经人工接种的试材都产生蓝变
,

其蓝变程度随树种不同而不同
。

受其侵染

的马尾松
、

橡胶木试材变色严重
,

表现在试材表面不仅出现密集的灰黑色条纹和黑斑 (点 )
,

而且在试材内部也产生变色
。

厘藤茎 内部组织变色严重
,

藤茎表面产生密集的粒状黑斑
。

柠

檬按和色木试材表面都出现黑色的条纹
,

菌丝也穿透其木材内部组织 引起蓝变
。

(五 ) 菌种耐遥性试验结果

菌种耐温性试验结果见图 1 、 2 、 3 、 4
。

图 1
、

2 表明
,

可可球二抱在查彼培养基上生长最适温度接近30 ℃
,

最低温度为 0℃
,

最

高温度为50 ℃
。

图 3 表明
,

纯培养的菌种在65 ℃的温度下处理l h
,

未完全致死
, 3 天后恢复

正常生长
;
处理 Z h

,

菌丝致死
。

图 4 表明
,

橡胶木和马尾松试材在60 ℃的温度下处理 4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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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 : 0 5 0

砚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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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落生 L之情况

�‘忿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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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温度和 下同 时间的菌落生 长悄祝

�盆
,

勺�叹盆

�‘��坐脚地翅

沮 夕飞( 〔
’

)

里墓鉴!马尾松 皿四橡服木
时问 ( 天

、

图 3 放皿65 ℃ 遨度下数 小时后再培养的菌落生 长情况 图 4 不同时间和不同温度 的蓝 变材组 织中菌种存活协况

菌种未受到影响
,

而在橡胶木中
,

菌种在 70 ℃的温度下处理48 h 尚能生存
,

在75 ℃的温度下

处理24 h 也能生存
。

但在马尾松材中
,

菌种在70 ℃的温度下处理 24 h 即致死
,

这明显表明了

i亥菌种在不同树种中耐温性程度不
、

同
。

讨 论

早有文献记载〔’‘
’

川
,

可可球二抱对寄主的适应性和选择性较广
。

本试验结果表明
,

‘

己不

仅使橡胶木和马尾松木材变色
,

侵染柠檬按
、

色木
,

而且供试的厘藤茎都被其侵 染而发生蓝

变
。

可可球二抱能引起松属多种木材的蓝变
,

国外已有报道 [‘J,

且国内有人 【’」作过马尾松材

蓝变防止试验
,

但没有报道过该菌
。

本试验发现该菌是马尾松材蓝变的病 啄
,

系国内外首次

报道
。

但它
一

可能不是马尾 松材蓝变的唯一病原
,

对此
,

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研究
。

K 往巨r i k [ 。二报道该菌在麦芽洋菜J片字升墓上能抵抗高温 ( 6 5 ℃ )数小 It寸
。

H o n g [’J作过同样试

验
,

结果 友明
,

汽“
‘

℃的温度下处理Z h 该菌尚未致死
,

蓝变的橡胶木试块 在 60
‘

c 的温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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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时间超过 24 h 便致死
。

我们采用 C za Pe k
一

D o x 培养基进行同样试验
,

结果表明
,

在65 ℃

的温度下处理Z h 便致死
,

但蓝变的橡胶木试块在 75 ℃ 的温度下处理 2 4 1: 尚未完全致死
。

这

些结果充分说明
,

被该菌侵染过的橡胶木
,

用气干法干燥
,

只能抑制其生长
,

木 材 一 旦 受

潮
,

潜伏在木材内的菌丝有可能重新活动
,

使木制品进一步变黑
。

如采用加热法灭菌
,

处理

温度应在 75 ℃以上
,

时间不少于 24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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